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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程老师讲的很实用，今年的黄精管理再也不会摸

不着头脑了。”近日，淳安县林业局在瑶山乡张家村举行

的一场林下经济培训课，吸引了270余名林农参加。

“黄精生长快、周期短，利润回报较高，村里山核桃

林下面都能种。”定点联系党员程建斌在培训课上给村

民介绍道。从黄精到前胡、掌叶覆盆子，在“党员科技帮

帮团”的带领下，张家村正以乡山核桃产业专业村为基

础，向着全县林下经济科技示范村迈进。

不砍树、不毁林，淳安山区的林农正在尝试这种靠

山吃山的“新吃法”。2017 年，全县林下种植规模已有

24.95万亩，实现产值14.59亿元。为了确保林下种植的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精准落地，今年县林业局

组织开展了以党员领衔的林下经济发展科技示范活

动。通过在全县6个林业中心站党支部成立6支党员科

技服务团队，建立局班子成员挂钩联系10个林下经济科

技示范村，县管干部、中层干部、年轻干部挂钩联系50家

林下经济科技示范户（基地）的制度，形成了“支部创先

进、党员争优秀、林农得实惠”的林下经济发展新局面。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土人才，示范活动中还特别注重

这些“金种子”的培养。按照1名林业党员定点、定向、定

效培养1名林下种植专业能手的机制，以技能掌握不全不

撤兵、技能实操不熟不脱钩为要求，切实让“土专家”“田秀

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使科技成果结为林下硕果。

胡奇勇 张旭君 钱冰冰

靠山吃山 淳安有了“新吃法”

山里来了个“马疯子”
镇长三顾茅庐来“招安”

马老板本名叫李映，杭州人，父母是大学教授，他

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96年，他辞去省质监局的铁饭碗，去写字楼当

白领，后来去上海发展，是个满地球飞的商业精英。

李映业余爱好骑马，2006 年上海一家马场老板

移民，请他买两匹马，他却一口气买下全部马匹，运回

杭州。

装马的车，到了城外被拦下，因为马匹不能进城，

李映辗转把马拉到余杭鸬鸟山沟沟里暂养。没想到，

这一养就成了一辈子的事。

刚到山里，几十匹马露天散养，李映和两个伙计搭

帐篷睡觉。他头戴一顶破帽，脚蹬一辆破三卡，每天在

山里乱转，跟村民收些草料喂马。后来，还陆续收留

了40多条流浪狗。

李映喜欢和山里人打成一片。大家笑嘻嘻地说，

这人疯疯癫癫的，不过倒是蛮喜欢小动物。也有很多

保守的村民对他避而远之。时间一长，“马疯子”的称

呼就叫开了。

有一天，大家发现“马疯子”在造房子。乱搭房是

违章的，村里出面干预，李映道出苦衷：马我要养下

去，可我总不能一辈子睡帐篷，总得有个地方让我遮

风挡雨。

于是，一些好心的村民开始收留“马疯子”，他就

东一家西一家地借宿，就这样在大山里养了3年马。

山里来了个带马队的城里人，这件事引起了当地

政府的关注。鸬鸟镇当时的镇长，三顾茅庐来找他，

劝他下山。

镇长还和他谈心，说他在山里呆这么久，看得出

来热爱乡村。但是这样下去，迟早坐吃山空。既然来

了，何不下山做点事情？山里人并不富裕，政府可以整

合些资源，只希望他能帮助村民增加收入。一席话，打

动了李映。

盘活倒闭的中药厂
拉上村里困难户一起创业

2010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李映盘下村里倒闭

的中药厂，把旧厂房改造成餐饮、住宿一体的农家乐，

游客还可以体验山林骑马，他又向村民租了100多亩

田地种菜，真正开始在乡村创业。

李映的农家乐，雇佣的员工全是当地闲置劳动

力，有 150-160人，像种地的老伯、打扫卫生的阿姨，

每月工资是2000-3000元，村民们干得都挺开心：没

想到，“马疯子”成了“马老板”。

这几年，村里人搞农家乐，有不少经营不善倒闭

的，马老板也帮了不少人。

村民盛师傅烧得一手好菜，原先和老婆经营农家

乐，上下四层楼，有餐饮，有住宿，规模在村里算大的。

3 年前，在厨房烧菜的盛师傅突然倒地中风，家

里唯一的壮劳力倒了，农家乐只好关门大吉。因为看

病，盛师傅家欠下很多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亲，生

活越来越困难。

这家人找到马老板，他爽快接管了关门的农家

乐，主动提出租金 2 年一付，每期按 5%递增，还给盛

师傅老婆安排了工作。就这样，原本没收入的一家

人，一年有了10多万元的进账。

“农家乐生意淡旺季明显，一家人做一年也就6-7

万元收入。请马老板接管，既可以收租金，家里人还能

上班赚钱，收入比自己做要高。”一位村民坦言。

捡拾散落的乡村文明
吸引青年才干投奔深山

在鸬鸟，有一种叫鳌鱼灯的传统年俗表演。鳌鱼

灯的制作工艺很复杂，村里会做这灯的只有村民施卫

国一个人。

不过，50多岁的他现在天天发愁，就怕等自己老

了，这鳌鱼灯就要失传啦！

马老板和村里共建农村文化礼堂。一天，施卫国

跟马老板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没想到，没过多久，马老板就为他在文化礼堂张

罗了一场文艺演出，来看表演的男女老少全是杭州城

里人，可把他高兴坏了。

最近，马老板又向施卫国发出邀请，不过这次不

是搞表演，而是要和他一起创业。

“我和镇里商量，打算把村口老街打造成‘古韵慢

街’吸引城里人来玩，也想为鳌鱼灯谋个门面，邀请你

来展示制作工艺，说不定还能物色到传承人呢。”

马老板的团队吸引了很多80后、90后加盟，年龄

最小的是1998年生人。

2017 年，80 后美女余颜浠举家从上海搬来“投

奔”马老板，连她的孩子都进了村里小学读书，现在她

在团队负责销售。“乡村旅游的人群在年轻化，我们做

了电子商务拓展销售渠道，还把真人CS、青少年夏令

营等项目和乡村自然山水融合，吸引更多游客。”余颜

浠说。

本报记者 施雯

在杭州余杭西部山区的鸬鸟镇，有位家

喻户晓的“马老板”。“马老板”其实不姓马，他

姓李。十年前，他带着马队上山，扎根乡村，

为山村的变化默默付出，赢得了一方乡里的

一致赞誉。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涌向乡村，

想在那里干一番事业。乡村振兴该怎么干？

马老板的十年乡村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

些思路。

山沟沟来了个“马疯子”
从都市到山村，一开始他只是想自己养马

后来盘下旧厂房打造农家乐，带领乡亲一起创业

“马老板”李映和他的马儿。

在山里搭帐篷养马时，李映和村民煮茶野炊。


